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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内蕴及其时代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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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支撑，其将人本身作为主体而存在，是人类解放自身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信仰以批判性、人民性、实践性的本质规定，凸显其存在于此岸世界的根本立场，确证其就是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指向，它不仅

作为精神指引“出场”，还作为改变现实生活的强大物质力量“在场”。同时，作为针对现实生活的、实践的科学存在，马克思主

义信仰引导当代理论、当代价值，已成为指引人民大众生存生活的必然。从现实的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指其为我们指

向的“现实的幸福生活”，所揭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定会到来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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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别于其他一切信仰，不是作

为“绝对真理”加以迷信、膜拜，其解构了一切传统

信仰的“主—奴”逻辑图式。传统信仰放弃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信仰激发主体性; 传统信仰以启示、以寓

言来开 启，马 克 思 主 义 信 仰 则 以 现 实 实 践 而“在

场”。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现实性与未来性、真理性

与革命性、世俗性与崇高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个体

性与整体性的有机统一，标示着其本质与价值内蕴

不是针对基督教，而是针对商品拜物教; 不是针对精

神领域，而是针对人民大众的生存社会; 不是指向观

念王国，而是指向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指

为人民大众指向的现实的幸福生活、所揭示的未来

生活一定会到来的真实存在，是现实的、科学的存在

过程，而非“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或“人民的

虚幻幸福”存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实现“个体”和

“类”、“个体”和“自身”解放的过程，是“存在和本

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

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78。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批判性、人民性、实践性而

“在场”，凸显其存在于此岸世界的根本立场。具体

而言之，其一，通过对“宗教的人”的揭露，马克思恩

格斯揭示了“人”不是生活在想象的、臆造的社会，

不是生活在虚幻的、缥缈的世界，而是生活在现实

的、实践的社会中，凸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批判特

质，彰显批判样态。其二，通过对“个人”的深层把

握，确证社会历史、生产生活之主体———人，不是相

背而行的平行体，不是游离历史之外的独行体，而是

万千联系的交集体，是共同生存的实在体，从而在历

史之维中，高扬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民属性，明晰人

民立场。其三，马克思恩格斯直趋“现实之活动、物
质生产”———实践之内蕴，“现实的个人”是实践之

主体，而个人的实践推动生产活动、交往活动的开

展，确证社会历史发展以“现实的个人”———实践的

个人———为条件，以“现实的个人”为指向，凸显马

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属性。如此，从批判性、人民

性、实践性确证马克思主义信仰之独特属性，揭示马

克思主义信仰立足此岸世界的现实指向，高扬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真理性特质，真正把握马克思

主义信仰的本质规定。
( 一) 批判性: 对“宗教的人”的揭露

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亦

非悬空而上的“绝对精神”，而是在历史进程之中、
生产发展之中，通过对理论的批判、对精神的驳斥、
对所谓“宗教的人”的揭露并高扬其批判性的真理

存在。马克思指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

和人的心灵的自主的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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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

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其自

主的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

的丧失”［1］50－51。在宗教教义诱导之下，人民大众所

施行的圣礼、进行的救赎，最后的结果不是由人民大

众自身所决定，而是由不受个人控制的、在自身之外

的、异己的“神”所把控。人民大众越是需要什么，

在宗教之中就越是缺少什么。如此而言，宗教信仰

是异己的活动，究其本质，是人民大众将自身的观

念、念想寄托给上帝、神，这不是自身的活动，其既无

法知晓活动的结果，也无法判定活动的作用。宗教

活动从本质上而言是异化活动，人的祷告、赎罪等自

身进行的活动能否发生作用不取决于祷告是否多层

次、赎罪是否多方式，而是完全由神灵主宰，而人民

大众为了自身所谓的“彼岸的幸福生活”，必然要进

行诸种圣礼，圣礼开展得愈多，他就愈是失去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

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指出“宗教的人”与“现实的个

人”［2］11有本质上的差别。“宗教的人”是精神、意识

之把控，存在于彼岸世界里，生活于虚幻的花朵之

中;“现实的个人”是实践的、真实的、生存着的人，

是生存于此岸世界之中的人，人之生产生活是真切

存在的。历史由“现实的个人”创造，而非“宗教的

人”编造; 社会历史由“现实的个人”之实践而推动，

而非“宗教的人”之祈祷; 生存世界的主体是“现实

的个人”，而非“宗教的人”信奉的神。在现实的世

界中，人是主体，而非上帝; 人之实践形成生产生活

的社会关系，而非宗教之意念捏造的虚幻的一切关

系。总而言之，通过对以往德意志哲学批判学家们

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宗教的人”是游离于

现实之外的、假想着的信徒，凸显了“现实的个人”
是社会之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 二) 人民性: 对生存主体的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描述、揭露，实现了社

会历史发展的“个体”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从而实

现对生存“个体”的深层把握，凸显其人民性的崇高

存在。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生存的人”入手，凸显

生存“个体”的历史之维。历史之于人的思维、观

念、精神是为第一性的，实践之于人的意念、想法是

先决性的，而非颠倒而谈。私有制下生存的人，不再

是具体的、存在的个人，他们不具有任何自主生活的

权利。“这些个体”为了取得共同的自由，彼此发生

联系，彼此进行交往———而这样的联系、交往却是在

现实之外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个人，都生

存、生活在相互联系之中———无论是自然关系还是

社会关系，人都是生活在一定关系中的个人，抛除关

系的人是不存在的。作为现实的、生存的人进行思

考、实践都与他人、他物有着一定的联系。人不是孤

立的、物质的、无交集的存在，本质上是交互的、联系

的、生存在关系之中的存在; 人不是虚无的、幻想的

臆想，人是现实的、实践的“个体”。而马克思主义

信仰最终的价值目标: 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

人民的幸福生活，亦是人民性的属性呈现。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

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

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

想社会指明了方向。”［3］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

人，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如此，凸显人的

主体性价值，人是生存世界的主体，共产主义的实现

必然要通过主体———人———达到最终的价值指向，

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社会形态或是一个社会概念，它

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进程，它本身具有历时性、崇高

性、人民性的特质。共产主义是人对自身的完全占

有，解蔽了“主—奴”之状态、打消了“物欲”之观念，

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复归———人自身的发展、财富的

自我满足、幸福生活的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

揭示了: 复归是人本身回归到原本属于自身的一种

样态，不再是宗教束缚、不再是资本奴役、不再是商

品、货币的主导，人就是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是

生活的主体，亦是自我发展的主体。
( 三) 实践性: 对“现实的个人”的确证

马克思主义信仰确证了: 人民大众之未来生存

样态必然是自由的、幸福的存在，是经由“现实的个

人”实践而不断生成的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信仰

的实践性，突出体现在: 打破了所谓“现实世界是观

念世界”之产物的悖论，驳斥其意识第一性的观念，

直截 了 当 地 指 出“意 识 一 开 始 就 是 社 会 的 产

物”［2］26。德意志所谓的哲学批判家们，从一开始就

偏离了“批判”之本质所在，统统指向宗教批判，而

未对人类历史之最根本的存在进行剖析，从一开始

就将历史、世界划归于意识之内，从根本上秉持歪

曲、自为的看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痛斥了哲学批

判家们，指摘其观念世界之概念，指出观念决定现实

的谬误。德意志的哲学批判家，从根本上剥离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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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现实的独特属性，从而将生存着的“人”的观念、
思想、意识冠以“统治”之名，是撇开历史之发展、社
会之发展、实践之发展的歪曲之维。“这里所说的个

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

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

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

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16。马克

思恩格斯直指生产生活的发展主体是从事活动、物

质生产的“个人”，从本质上而言，即为实践的、实在

的“个人”，而非意识的有生命的“个人”。“现实的

个人”针对于“想象的个人”，前者是真实存在，以实

践为其生存之根本的、真切存在的、清晰可见的“个

人”，而后者却为虚幻缥缈的存在，是发生于幻想、假
象之中的“个人”; 前者从事个人的生产、开展个人

的生活，后者束缚于、囚禁于臆想之中，不是真实存

在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直趋“现实之活动、物

质生产”———实践之内蕴，“现实的个人”是实践之

主体，而个人的实践推动社会结构、国家之产生、发

展，确证社会历史发展以实践的个人为条件、以“现

实的个人”为指向。个体的观念精神世界立足于个

体的现实生存活动，“现实的个人”在生产力领域之

中从事的实践———现实生存之需，真实存在于社会

历史发展之中，如此，从本质上打破了世界、历史源

于人之思维、意想、观念之说，推翻了人类史就是宗

教发展史的纰缪之论。历史、国家、社会产生于“现

实的个人”的生存实践，不是意识观念之想象，更不

是宗教教义之衍生，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恩格斯从根

本上粉碎了历史与人民大众生产生活之藩篱，历史

源于人民大众之生存生产，意识源于人民大众之现

实实践; 实践彰显了“现实的个人”的生存活动与生

产活动，其是人民大众未来幸福生活的必然手段。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内蕴

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指向人民大众的现实生

活，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人民大众的解放，以实现人

民大众的美好生活为价值旨趣，以其现实性、真理

性、价值性引领人民大众的生存实践。马克思主义

信仰不仅作为“精神指引”而存在，还深层次地指导

人民大众改变现实生活的“物质力量”在场，指引人

民大众的现实生存、生活。同时，也是对幸福生活的

真实指向，马克思主义信仰从个体存在、从现实角

度、从现实生活世界着手，引领人民大众的价值取

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资产阶级的

‘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

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

出来。”［4］如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达到的是彻底

的解放———必须是作为“人”的人之解放，最终目的

是完成人的现实生存，实现人的幸福生活。
( 一) 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精神指引”存在

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选择以其

精神世界的信仰为基准，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存、生
活的价值目标而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人民

大众价值观的本质规定。无可置疑，意识具有影响

人民大众实践的能动作用，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

有什么样的意识思维，而信仰的外在表现是人民大

众的现实活动。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人民大众精神

生活的指向，在根本上就是作为人的精神指引而存

在的。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提出要“废除作为人

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以“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
为价值指向、以“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为价值目

标，从根本上指出了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才是最高

取向。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人民大众的精神指引，

主导着人民大众的行为表现。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其外化形式是人类对其现实生存、生活世

界的实践，追求其本身的现实幸福生活等都是对其

价值取向的主导体现。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着人民

大众的生活面貌，引领着人民大众的主体精神，就是

要将人民大众作为历史发展中的生存个体，真正地

把“现实的个人”的概念落实于现实实践之中，从而

把具体的、真实的人的面貌“归还”于人民大众本

身。马克思主义信仰打碎了宗教信仰的“指引”假

象———宗教信仰假借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类指

明了生存的方向，使人类确信宗教信仰是其获得“解

放”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宗教是“精

神抚慰”，是“虚幻的幸福”展示，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从根本上抑制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

教使人成为“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
通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神指引”，人民大众端正

了自我的价值取向，确立了自我的价值观念，认识到

自身不再是宗教观念把控下的“干尸”，也不是神学

教义束缚下的“非人”，从本质上而言，人民大众就

是实实在在、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而非彼岸世界的

人，实现自我的幸福生活方是“真理”。马克思主义

信仰作为实践的、崇高的信仰，它始终指向人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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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实践、生活世界，始终将人民大众的自我幸福

作为本质目标。历经历史与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

义确证了其就是彻彻底底为人民大众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为实现人民大众的自我解放的

科学信仰。人民大众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引下，

基于正确的价值引导，投身于改变自身现实生活的

实践之中，尤为鲜明地凸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神

指引内蕴。
( 二) 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物质力量”在场

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实践性、人民性特质，明晰

了人民大众的现实幸福、自我解放，不是意识观念的

推测，不是绝对精神的宣扬，而是历史的必然、发展

的必然，是现实的、生存实践中的解放。人的解放须

有现实的手段方可实现，而现实的手段在历史之中

被宣扬着———“蒸汽机、珍妮纺纱机等机器的出现，

农业改良运动的开展”［2］19，是“现实的个人”的自我

活动的阐释，是生活主体自我意志的渐序表达，它本

身就是实践着的、真切存在的运动。现实的手段是

对人的 最 根 本 生 存 需 求 的 满 足，成 为“现 实 的 个

人”，首先要成为“有生命的个人”，人要生存、生活，

前提是在现实之中满足其对吃喝住穿的需求，离开

了最本质的生活、最现实的条件，那么所谓的“解

放”，就不过是词语的滥用、文字的掩饰，更是毫无意

义、令人眼花缭乱的假象。人的解放是现实的运动，

是现实性、实践性的本质要求，要在历史与现实的交

织中，彰显其历时性特质———人的解放是历史的必

然，但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动态的、运动的过程，而非

静态的、固化的口号; 是人的生存、生活的彻底阐扬，

而非人的自我精神慰藉。总之，人的解放是现实的、
实践的、历时性的、彻底的历史运动，是真正的解

放———自我生存的满足、幸福生活的实践、自由发展

的实现。同时，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批

判私有财产的存在，将无产阶级作为实现“每个人的

自由”的主体力量，而无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
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本身的解放，无产阶级

的任务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
无产阶级诞生以来，就毫不避讳其人民性、实践性的

阶级属性，直接向世人表征其代表人民大众，并且把

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作为其自身解放的根本，无产

阶级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而共产主

义的实现，是以生产、交往的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

认为唯有达到了这种“发展”，共产主义的条件才会

成熟。共产主义不是囿于观念的、思维的描述，不是

泛泛而谈的概念; 不是观念上层建筑———制度，亦不

是物欲的实现，而是现实的———消灭不符合人的生

产生存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条件———生产

力发展、交往的普遍化，指明了共产主义是全世界范

围内达到的、人与人之间打破地域束缚及交往宰制

的历史阶段，它是人的生存生活的必然阶段，是历史

的必然阶段。共产主义不是状况，不是理想，而是由

应然走向实然的历史的本质规定，是由“抽象的人”
转向“有生命的个人”再到“现实的个人”的必然要

求，它是运动，是伴随历史、人的生存生活发展的共

同前进的运动; 它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

然指向，它是人的自我生存、生活的必然，人的自我

发展的价值需求。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达

到的是历史与生存主体的统一，是历史的发展阶段，

是人的自我生存的实现，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力

量”，亦是人的自我幸福的贯彻与实践。
( 三) 马 克 思 主 义 信 仰 是 对 幸 福 生 活 的 真 实

指向

马克思主义信仰指引人民大众认识自身、认识

现实，人民大众唯有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异化

境况，才能正确审视自身所处的阶段，从而为摆脱如

此状态而进行实践。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废除枷

锁”的目的即为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打破人的

幻觉的处境，将人从苦难尘世之中“解救”出来。人

民的现实幸福，必须以“人民”为核心主体，废除一

切“非人”的不利条件，为人民创造现实幸福之径。
马克思所提出的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就是确立

“人民的现实幸福”之使命，彻底打破“彼岸世界”之

“真理论”，将“人民的现实幸福”作为最高价值牵

引。人作为“现实的人”，要坚决抵制将人神圣化;

反之，要将人本身作为现实世界之最高价值主体存

在，作为未来社会实现个人幸福之实践主体存在，唯

有将人真正作为“现实的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的愿景方可实现; 唯有正确审视人的实践之主体、价
值之主体，“人民的现实幸福”方可实现。对私有财

产的扬弃，是作为现实生存主体的人的彻底解放，也

就是“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彻底的解放，即

解蔽了人民大众的非主体性、非人性，从根本上确证

人之本质价值，宣扬人之存在。人民大众要获得彻

底的解放，要真正成为现实的人，最终必须扬弃私有

财产，即超越异化，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推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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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

关系”，如此，人方可以主体的、真实的存在生活在历

史发展之维。人的特性是指人既是社会生活中的个

体，又是生存世界中的主体，无论是个体抑或是主

体，人民大众的历史性地位都是不可否认的。社会

历史的发展，就是人民大众实践的发展，剥离了人民

大众的社会阶段是无法维持的，否定了人民大众的

主体地位，也就抹杀了社会的发展动力。对“异化”
的不断扬弃的过程，就是共产主义不断实践的过程，

这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民大众自身的发展的进程

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 “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

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

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

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78将共产主义

确证为历史的、现实的运动，它不是静态的、一成不

变的形态，而是历史进程中的生成过程。共产主义，

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只有在现实的实践中，只有在彻

底的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现实的个

人”的生存生活，只有在实际的、现实的、彻底的共产

主义革命中，方可实现最真切的表达。共产主义不

是改革、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只有在最彻底的革命

运动中，同非现实的、非科学的存在进行斗争，不是

口头批判、不是文字游戏，而是现实的实践，是自由

意志的宣扬，更是自我意志的表达，而个体自由发展

的现实表达，只有在抛除一切非人的、非科学的、非

本质的肮脏的、陈旧的东西，方可最终实现。只有

“推翻”“打破”“革命”，进行“重塑”“建构”，才能实

现最终的“确证”。共产主义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私

有财产的否定，是对异化的扬弃，是对人民大众美好

幸福生活的不断确证，最终将达到人对人的本质的

真正的占有。共产主义不是死板的教条，它是随现

实的实践而不断生成的，并不是要指明其作为一种

完备的、崇高的社会阶段，更深层次上是一种现实

的、非抽象的运动态势，这才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占

有、人的现实生活的实现、人的自我的彻底复归。总

而言之，彻底的解放必须是作为“人”的人之解放，

最终目的是完成人的现实生存，实现人的幸福生活。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代旨趣

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真理的、崇高的科学信仰，

以其现实的、实践的特质直接指向时代之维，进而从

理论与实践之中引领时代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
引领时代。”［5］76具体而言，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信

仰引导时代理论。它不是空洞的理论，不是教条教

义，而是针对现实生活的、从根本上就是实践的现实

存在，它的指导地位指明了其在时代理论中的引导

作用。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导时代价

值。它不是虚幻的精神慰藉，不是束缚个体的“枷

锁”，其就是指向于人民大众现实幸福的科学指南，

从其本质上而言就是实现个体的发展，就是完成现

实的“人”的幸福，就是引导时代价值的存在。
( 一) 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引导时代理论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牢牢把握了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科学的理

论“说服”人民大众。马克思说: “理论只要彻底，就

能说服人。”［6］11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中 提 出 的 最 为 核 心 的 观 点，即“批 判 的 武

器”———理论、“物质力量”———人民，意在指明理论

对人民的引导作用，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以自身的

真理性引导人民进行实践，确证理论对于实践的意

义。而人民是推翻一切的主体，更是生产力的主体，

人民当然可以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

民的主体创造性的凸显。现代国家的根本，就是人

民，人民利益的满足与否是国家发展与否的关键。
而在当 下 时 代，“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就 是 彻 底 的 理

论”［7］。因此，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将“彻底”
的理论普及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就是发挥

其时代理论引导之功用。在历史与实践之中，在我

国的建设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中，马克

思主义无不发挥着其理论引导功用。历史与实践表

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若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没

有坚定信仰的条件，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政党将会失

败，并会逐步泯灭于历史的洪流之中。西方国家以

“教义”“上帝”“神”等概念对人民大众进行引导，究

其目的，依然是进行理论引导，实现其政治上的满

足，但“上帝”“神”诸如此类的引导，并不是实在的、
科学的存在，其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

信仰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所谓绝对精神、意识、自我

的统治，无情揭露了政治统治的产物，完全粉碎想要

以精神统一而达到所谓“人”的统一的阴谋，彻彻底

底地将人民大众作为国家的个体，作为现实社会的

主体，作为生存在浩瀚历史之中的存在者。人民大

众是“物质力量”，绝不可将其作为政治的手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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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产物，“物质力量”是社会生存的主体，唯有树立

其主体地位，把握其生活需求，构建其生存幸福感，

方可实现人民大众的主体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

界的锐利思想武器。”［5］532在当今诸种社会思潮涌动

之下，真正抓住时代理论的引导已成为关键因素，只

有以正确的理论引领时代思想，才能真正适应历史

的洪流、时代的发展。事实证明，只有统一的理论引

导，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才能真正投身于改造世界

的实践之中，无论是国家的强盛还是党的壮大，都体

现了理论引导之关键。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秉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科学理论，引导着我们的

国家建设、党的建设，以其特有的光辉，引领人民大

众投身于建设之中。唯有科学的理论，方可引导正

确的政治方向，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基于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科学信仰，牢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发展之诉

求，更是理论引导之诉求。从理论维度而言，马克思

主 义 信 仰 提 升 了“政 治 上 的 坚 定、党 性 上 的 坚

定”［5］518，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之凸显，极大地加

强了理论上的引导; 从实践维度而言，党和国家的建

设历史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导地位，其是党

和国家应对外来风险、加强政治坚定的有力保障。
70 年来的国家建设进程、100 年来党的建设历史，已

然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理论上的引导作用。马

克思主义信仰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式的存在，它在

时代之中不断凸显其理论引导之功用。
( 二) 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引导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是指引中国穿破黑暗、迎来光明、创造辉煌的指路明

灯”［8］。马克思曾揭示了宗教的“本质”特征，指出

其“是无情世界的情感”［6］4，反映出宗教与现实世界

之不相符，是观念上“无情”的存在，宗教剥离了其

与现实的关系，只能在幻想里存在。马克思战胜了

宗教造成的彼岸世界，因为他用现实的此岸世界推

翻了它; 马克思破除了对宗教的信仰，是因为他揭示

了宗教的丑恶面貌; 马克思把人民群众从外在的宗

教信仰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人变成了“现实的个

人”。马克思把人的精神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

他打碎了虚幻的存在。在国家建设进程中的每个阶

段，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发挥着价值引导之功用，是理

论之先导，指引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从而能够凝聚

每一个体的力量，实践于时代的建设之中。科学的

理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人民大众价值取向

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价值先导之特质，在建

设与发展之中引导着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念，端正了

现实个体的价值取向，并在生存过程中抵御外来价

值观念的冲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就是当代理论之先导，引领着时代的价值导向，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产物，更是人民大众实现幸

福的科学思想，其从根本上规定了时代价值观念的

方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代价值引导功能，是历

史发展之确证。从实践成果来看，马克思主义信仰

以其科学的、真理的指向，引导人民大众取得了自我

的解放、生存的自由，每一个生存个体突破了生活的

窘境、实践的困惑，从而能够以科学的价值引领投身

于个体的发展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人民

大众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身的生存环境，提升自

身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自身实现了从“困窘”
走向自由，摆脱了观念的“枷锁”，确证了自身之生

存价值。人民大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不断指

引下、在时代价值观念的正确引导下而产生的实践

成果，每一个现实个体能够在价值导向之中，获得自

身的发展，摆脱困境的束缚，打破传统的藩篱，从而

真正将价值取向落实于现实个体之中，真正达到了

“现实的个人”的价值指向。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
哪一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都突破了传统价值

的规制，真正实现了对时代价值的引导。如此，从理

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实践生活的

开展、人民大众的幸福之中，凸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价值引导功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取得的瞩目

成就，就是源于我们一直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在思想

领域中的关键地位，始终牢牢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建设、发展的精神旗帜。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唯

有发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引导功能，每一个个

体方可凝聚于国家、党的建设之中，每一个个体才能

实现思维的解放，才能在投身于伟大的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信仰从人类整体而言，是指从“必然

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虚假共同体”走向“联合

体”完成史前史的“脱毛”过程;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

实现“个体”和“类”、“个体”和“自身”解放的过程，

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
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78。马克思主义

信仰是现实的、真实的存在过程，而非“人的本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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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中的实现”“人民的虚幻幸福”存在。一言以蔽

之，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指其为我们指向的“现实的

幸福生活”、所揭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定会

到来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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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 Connotation and Time Purport of Marxist Belief
XU Qin－fa，CHANG Jie

( School of Marxism，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Abstract: Marxist belief，which exists with human as the subject，is the spiritual support and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human libera-
tion． With the essential stipulation of criticalness，affinity to the people and practicalness，Marxist belief highlights its fundamental posi-
tion that exists in the real world，and confirms that it is the direction of " good and happy life" ． It not only " appears" as a spiritual
guide，but is also present as a powerful material force that changes real life． At the same time，as a scientific existence aiming at real
life and practice，Marxist belief guides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value，and has become the necessity people＇s lif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history and reality，Marxist belief refers to the " realistic happy life" that it points to us，and refers to the real existence that
it reveals that " everyone＇s free development" will definitely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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